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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名费花在哪应向社会公开
本报记者 于飞 柳斌

本报8月1日B04-
B05版《市民质疑公交
站点卖名字》报道刊发
后，引起读者热议。在
读者的反馈中，很多人
对烟台市公交集团广
告有限公司走商业化
道路产生质疑的同时，
也对收取的冠名费去
向产生疑问。冠名费究
竟去向何处，公交作为
公共事业，是不是应该
向社会公布冠名费的
去向？

格省人大代表

站点命名

应方便市民乘车

“地名本身就是一种文
化，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历史，
代表着人们的生活习惯。”山
东省人大代表、烟台皮革研究
所所长王全杰说，公交站点的
命名应该以尊重城市的文化
特色为原则，而以商家命名的
行为他本人是不赞成的。

他认为，公交站点作为一
种公共设施，应该由财政拨款
来维护，不能让广告公司以此
来作为牟利的手段，这样的运
作模式是后患无穷的。

也有人认为，站点命名应
该遵循一定的原则。一要方便
市民，也就是要采用地名，方
便市民乘车；二要采用关系民
生的单位、企业名称，比如医
院、学校、政府机关等；三要采
用城市地标性建筑或历史形
成的特定地名，这些地方是彰
显城市特色的，也是人们约定
俗成的。此外，还要考虑保留
城市历史信息。

公交事业具有公众性，因
此站点更名千万不能搞纯粹
的商业化，要有所原则有所保
留，以提升城市文明、城市特
色和城市功能。

格律师

站点改名

应征求公众意见

山东嘉翔律师事务所的
邹律师认为，目前我国尚无公
共交通管理条例，足以作为依
据的也仅是由建设部制定、自
2005年6月1日起施行的《城市
公共汽电车客运管理办法》，
其中第十三条规定：城市公共
交通客运主管部门需要调整
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线路和
站点设置的，城市公共交通客
运主管部门应当在调整前将
调整方案向社会公布，征求公
众意见。

“也就是说，如果市公交
公司要更改站名，必须向社会
公布征求意见，否则就剥夺了
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该
律师说。

邹律师介绍说，公交站点
商业化是市场机制下的必然，
然而，如果公交广告公司对于
广告冠名的收费标准不公开，
也涉嫌不正当竞争。因为，如
果有商家要以正当的方式进
行公交站点冠名，而公交广告
公司又不向客户透露其中的
运作细则，而只定向为某些人
服务，就属于不正当的市场竞
争。

强热带风暴“达维”升级为台风
8月2日-4日烟台可能出现持续降水，海阳附近海域阵风可达8-9级

本报8月1日讯(记者
姜宁) 今年第10号强热带
风暴“达维”于8月1日8时在
日本九州岛东南部海面加
强为台风，10时其中心位于
山东省日照市东南方大约
13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
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达12级。

据中央气象台预计，
“达维”将以每小时35公里
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
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加强，
将于8月1日傍晚前后进入

东海东北部海面，然后向
江苏南部到山东半岛南部
一带沿海靠近，并将于2日
傍晚到3日早晨在江苏启东
到山东青岛一带沿海登
陆。

8月1日下午，记者从山
东省气象台了解到，由于
台风“达维”和“苏拉”相互
影响，原先预测的台风“达
维”将从江苏启东至山东
青岛登陆，而现在更偏向
于从苏北地区登陆，对烟
台地区的影响较原先从青

岛地区登陆会小了很多。
8月1日下午，记者在电

话联系烟台市气象局时，
气象局工作人员武强告诉
记者，台风的登陆路径多
变，现在的路线主要可能
会有两条，一种是从江苏
南部到日照范围内登陆，
一种是从青岛地区登陆。
受台风“达维”的影响，烟
台地区8月2日-4日预计会
出现持续性降水，烟台南
部海域即海阳市附近海域
会出现8-9级阵风天气。

市区公交站点卖名
字引起市民质疑。 本报
记者 孙健 摄

今日烟台C06 焦点
2012年8月2日 星期四 编辑：冯荣达 美编/组版：夏坤

冠名一个公交站点究竟要
花多少钱？记者了解到，冠名企
业多是和烟台市公交集团广告
有限公司签订了冠名合同。

烟台市一家律师事务所的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公司没搬家
之前位于市区一处繁华路段，门
口有多路公交经过，当时门口站
牌的名字就是该律师事务所的
名字。

“当时一下签了3年合同，
每年的费用是3000多元。”工作

人员介绍，他们签合同的时间
是在2006年前后，那时候的费
用比较便宜，站牌冠名对于单
位的宣传也起到一定效果。

2009年底，该律师事务所
搬到靠近海边的一个写字楼，
门口也有多条公交线路经过，
单位负责人还想通过公交站
牌冠名的方式做一下宣传，但
是他们发现经过三四年的时
间，冠名费用已经涨了 2 0 多
倍。

冠名一个站点多少钱

有单位称一年七八万

记者再次采访

广告公司未给答复
公交站点冠名真如记者

采访中所说的需要花七八万
元吗？冠名需要经过怎样的
程序？公交集团广告有限公
司进行广告经营的依据和标
准是什么？冠名费用的价格
明细是怎样的？能否向社会
公示冠名费用去向？

带 着 这 些 问 题 ，1 日 下
午，记者再次来到烟台市公
交集团广告有限公司，希望

对方能够给予相关解答。
据该公司办公室一名工

作人员介绍，冠名费用、去向
等情况需要咨询公司经理，
但是经理、副经理都不在单
位，工作人员无法给记者答
复。

随后，记者拨通了一位
负责人的电话，接通电话后，
该负责人称正在外面，忙匆
匆挂了电话。

商家支付的这笔费用会用
到何处？据烟台市公交集团广告
有限公司一位负责人介绍，广告
站牌日常的维护、修理费用无财
政拨款，完全由公司自行承担，

“一年得花上百万元”，所以在站
名里会有些赞助商的名字，这也
是广告公司分摊维护费用的一
种措施。

部分市民认为，公交站名
商业化，不一定都是“有偿使
用”，建议相关部门在将公交站
名商业化时坦坦荡荡，不必遮
遮掩掩，为了便民的目的，兼顾
城市需求，完全可以把情况公
开公示。“公交作为公共交通，
也应该向社会公布冠名费的去
向。”

部分市民认为

冠名费去向应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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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我们联系了一
下，对方称现在冠名一年的费
用高达七八万元。”工作人员介
绍说，考虑到费用有些高，他们
一直没有做。

1日，记者也咨询了南大街
上多家冠名企业，但是多

数企业或称是商业机密或不方
便告诉，并不透露具体价格。

某冠名医院坦言，公交站
点冠名费用跟人情、合同期、经
过线路多少都有关系，不是想
冠名就能冠名，价格只有内部
人士才能得知。

1
61路公交站点“盐滩”不见

了，站点名字改成了一个楼盘
的名字“山水龙城”，让不少要
到“盐滩”的乘客“转了向”。

8月1日一早，市民王凤鸣
看到本报《市民质疑公交站点
卖名字》报道后致电本报热线，
他称这件事情说出了自己的心
里话，如今越来越多的公交站
点改了商业名。

“有好几次坐车，都坐过

了地方。”王凤鸣说，很多公交
站名都已存在多年，为广大市
民所熟知，公交公司不应未经
征求市民意见而随意更改站
名。

“公交公司将这些站点名
从标志性建筑及路名改成商
业化的名称，如果收取了高昂
的冠名费，这种利益至上的行
为实在不可取。”市民张先生
说，冠名费去向应向社会公开。

站名商业化引共鸣

读者致电本报诉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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